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19 年修订稿） 
为了及时、有效预防和处理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减少学生因心理危机带来的各种伤害，

保障学生健康成长，我校特制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 

一、心理危机干预小组  

我校心理危机干预小组由校长直接领导，小组成员由学工处、各系部主任、专兼职心理

老师和校医组成(详见表 1)。心理危机干预小组的职责是：全面规划和领导我校学生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督促相关人员认真履行危机干预工作的职责，为重大危机事件的处理做出决策。 

各系部的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由各系部主任负责，全体教职员工均有责任和义务。各

班班主任应积极协助学校负责人抓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表 1：心理危机干预小组 

成员 姓名 职务 责任 

组长 黄磊 校长 统筹和规划我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为危机事件的处理做出决策。 

副组长 陈昌明 副校长 指导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督促相关人员落

实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成员 葛张明 学工处主任 负责心理危机预防工作，指导筛查干预对

象，进行预防教育、早期预警工作。 

成员 王志达、言伟

斐、刘行 

系部主任 组织班主任、任课教师开展心理危机预防

教育、危机干预工作。 

成员 赵程、赵玉兰等 专兼职心理老师 组织班级心理委员和宿舍心理保健员学

习一些基本的心理危机知识，做好预防和

保健工作。 

成员 张燕 校医 负责现场救护，转介医院治疗工作。 

二、心理危机干预对象 

存在心理危机倾向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是我们关注与干预的对象。确定对象存在

心理危机一般指对象存在具有重大影响的生活事件，情绪剧烈波动或认知，躯体或行为方面

有较大改变，且用于平常解决问题的方法暂时不能应对或无法应对当下的危机。 

（一）高危个体 

对存在下列因素之一的学生，应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高危个体予以特别关注： 

1、情绪低落抑郁超过半个月； 

2、过去有自杀的企图或行为者； 

3、存在诸如学业失败，躯体疾病，家庭变故，人际冲突等明显的动机冲突或突遭重挫

者； 

4、家庭亲友中有自杀史或自杀倾向者； 

5、性格有明显缺陷者； 

6、长期有睡眠障碍者； 

7、有强烈的罪恶感，缺陷感或不安全感者； 

8、感到社会支持系统长期缺乏或丧失者； 

9、有明显的精神障碍者； 

10、存在明显地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或其他可能对自身、他人、社会造成危害者。 

（二）警示讯号 



对近期发出下列警示讯号的学生，应作为心理危机干预对象及时进行危机评估与干预： 

1、讨论过自杀并考虑过自杀方法，包括在信件、日记、朋友圈或图画中只言片语流露

死亡的念头者； 

2、不明原因突然给同学、朋友或家人送礼物、请客、道歉、告别等行为明显改变者； 

3、情绪突然明显异常者，如特别烦躁、高度焦虑、恐惧、易感情冲动、或情绪异常低

落、或情绪突然从低落变为平静、或饮食睡眠受到严重影响等； 

三、心理危机早期预警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早期预警工作，做到对学生的心理状况变化早发现，早通报，早评估，

早治疗，信息畅通，快速反应，力争将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消除在萌芽状态。 

（一）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和排查制度 

1、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每学期开学之初针对高一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普查，筛查心理

危机高危个体，与班主任一起对这些学生做好心理危机的预防和转化工作。 

2、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每学期对三类重点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排查： 

（1）对不能适应学习环境的学生进行排查； 

（2）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进行排查； 

（3）对心理压力太大的学生进行重点排查。 

（二）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汇报制度 

为掌握全校学生心理健康的动态发展，随时掌握高危个体的心理状况，学校建立学生心

理问题报告制度。 

1、班级心理委员发现同学存在严重心理问题时，应将该生告知班主任； 

2、班主任要随时掌握全班学生的心理状况，发现同学有明显地心理异常情况要及时向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汇报； 

3、心理教师要深入学生之中并通过班主任、班级心理委员等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 

4、对存在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或出现心理危机事故，应及时向领导汇报。 

（三）建立学生心理危机评估制度 

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对心理老师或班主任汇报上来的存在心理危机的学生及时进行心理

危机风险评估。不确定或评估困难的，可邀请心理危机专家进行评估。 

四、心理危机干预系统 

（一）建立支持系统 

学校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他们积极向上、乐观进

取的心态，在学生中形成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人际氛围。全体教师应经常关心学生的

学习生活，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与学生交心谈心，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学生干

部和班级心理委员对有心理困惑的学生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帮助，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度过难

关。动员有心理困难学生的家长，朋友对学生多一些关爱和支持，必要时要求学生亲人来校

陪伴学生。 

（二）建立治疗系统 

对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应进行及时的治疗。对症状表现较轻、危机程度不高者，以在校接

受心理辅导或到专业机构进行心理治疗为主，可辅助药物治疗。对症状表现较重者必须在医

院等专业机构接受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再在校或在相应的专业机构接受心理咨询。对症状表

现严重、危机程度很高者，必须立即将其送医院等专业精神医院治疗。 

（三）建立阻控系统 

对于学校可调控的引发学生心理危机的人事或情景等刺激，协调有关部门及时阻断，消

除对危机个体的持续不良刺激。对于危机个体遭遇刺激后引起紧张性反应可能攻击的对象，



学校应采取保护或回避措施。心理教师、校医在接待有严重心理危机的学生来访时，在其危

机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不让学生离开，并立即报告给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 

（四）建立监护系统 

对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在校期间要进行监护。 

1、对心理危机程度较轻，能在学校正常学习者，学校成立以班主任、班级心理委员、

班干部等不少于三人的学生监护小组，以及时了解该生的心理与行为状况，对该生进行安全

监护。监护小组及时向学校汇报该生的情况； 

2、对于危机程度较高但能在校坚持学习并接受治疗者，学校将其家长请来学校，向家

长说明情况，家长如愿意将其接回家治疗则让学生休学回家治疗，如家长不愿意将其接回家

则在与家长签订协议后由家长陪伴监护； 

3、经心理危机评估小组或心理健康专家评估与确认有严重心理危机者，学校及时通知

学生家长立即来校，并对学生作休学处理，让家长将学生接回家或送医院治疗。在学校与学

生家长作安全责任移交之前，学校对该生作 24 小时特别监护。对心理危机特别严重者，学

校派人协助保卫人员 24 小时监护，或在有监护的情况下送医院治疗。对于出现严重危机事

故的学生在医院接受救治期间，学校亦指派相关人员根据医院要求在病房进行 24 小时特别

监护。 

五、心理危机后期跟踪 

因心理危机而休学的学生申请复学时，除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管理之外，还应向学

校出具学校认可的心理疾病康复证明。 

学生复学后，学校对其学习生活进行妥善安排，帮助该生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引导同

学避免与其发生激烈冲突。班主任对其要密切关注，了解其心理变化情况，每月与其谈心一

次，并通过周围其他同学随时了解其心理状况。 

对于因有强烈自杀意念或自杀未遂休学而复学的学生，学校要对他们给予特别关心，安

排班主任、心理老师和班级心理委员对其密切监护，制定可能发生危机的预备预案，随时防

止该生心理状况的恶化。在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与危机事故处理过程中，还应做好资料的收集

工作，包括与相关人员的重要谈话录音、记录、书信和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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